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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是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证和重要特征遥 然而袁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袁以及科研人员与教练员之间的差异让

二者的深度融合面临诸多障碍遥 认识和接受二者的差异并扫清障碍是二者实现深

度融合的前提遥 立足训练实践是训练科学支撑和指导袁甚至是引领训练实践的关

键遥 本文介绍了训练科学的研究范式和训练实践的真实状况袁分析了影响二者深

度融合的障碍袁并基于国际发展动态和我国竞技体育的现状对二者的深度融合提

出了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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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ging of sports science and practice is the vital guarantee and featur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ports

science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differences between sports scientists and coaches bring a number of

barriers to the merging between sports science and practice.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the differ-

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clearing the obstacles are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merging. Sports science

should be supported and guided by training practice. This study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ports science and the reality of training practice, analyzed the barriers of the merging,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merging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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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是新时代引领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 [1]袁科学的顶层设计尧构建科学化训

练团队和探索竞技训练的科学化发展之路是当前我

国科技助力奥运训练的三大主要任务 [2]遥 作为这三

大任务的核心袁 科学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训练科学

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遥
竞技体育是一个追求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的过

程遥 教练员在科研人员的支撑下为运动员制定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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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训练计划袁 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运动员的损伤风险

和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 [3]袁这一过程的结果受运

动员的天赋尧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袁各类人

员的协调配合等因素影响遥 科研人员和教练员分别

在训练科学和训练实践中的主导角色使得二者之间

的协调配合成为科学化训练的关键袁 科研人员与教

练员以及运动队科研人员渊主要为体科所科研人员冤
和非运动队科研人员渊主要为高校科研人员冤之间的

协调配合也成为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重

要环节渊图 1冤遥

图1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相关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各国竞技体育在实践

过程中对训练科学和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进行了

积极探索遥 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备战过程中积极

打造野训科医冶复合型团队 [4-7]袁有力提升了我国运

动训练科学化水平遥 然而袁国际竞技体育竞争日趋

激烈的外部压力和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对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袁 都迫切需要我

国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实现更大程度和更好效果

的融合遥
为此袁 本文首先介绍训练科学的研究范式和训

练实践的现实状况袁 之后指出训练科学和训练实践

深度融合存在的障碍袁 最后在介绍训练科学与训练

实践深度融合的国际动态后袁 为我国训练科学与训

练实践的深度融合提出建议遥

运动员竞技表现的提升在时间上可长达数年

或数十年袁在空间上又受生物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等

因素的影响袁这使得训练科学的研究和应用面临着

诸多挑战遥 训练科学的研究人员往往被批评探究的

问题与训练实践相关性小袁得到的研究结论在训练

实践中可操作性差 [ 8 ]遥为了改善以上不足袁训练科

学的研究需要改变重渊研究冤结果轻 渊结果 冤应用

的传统袁 在研究开始时就考虑研究结果最终会在

一个怎样的实践情境下由哪些实践人员应用于哪

些人群 [9]遥
法国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前运动表现

主管 Martin Buchheit 描述了其早年与球队物理治

疗师在客场比赛后的一场对话 [10]遥 在得知球员赛后

冷水浸泡的温度为 9 益袁 时长为 2 min 时袁Buchheit

告知物理治疗师文献建议的冷水浸泡的温度为

11~15 益袁时长为 10~15 min遥然而袁物理治疗师的回

答却是 野我在 35 min 内用两个浸泡桶应付 10 个运

动员噎噎冶遥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游泳比赛准备活动策略的研

究遥 研究表明袁 游泳赛前准备活动效果的维持时

长臆20 min[11]袁准备活动中后激活增强所使用的训

练器械有离心训练器和杠铃等 [12-15]遥 然而袁在真实的

游泳比赛中袁 高水平运动员从水中准备活动结束到

比赛发令的过渡时长为 35~40 min[11]袁并且赛场更衣

室和等候区也很难获得杠铃等训练器械遥
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了立足训练实践来开展训

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袁Martin Buchheit [16]甚至强调

立足实践是训练科学产生影响的唯一途径遥 澳大利

亚运动与训练科学学会前主席 David Bishop 在借

鉴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训练

科学应用研究的八阶段模型 [8]遥 相比于传统的训练

科学研究袁该模型重点对提出问题和结果应用两个

阶段进行了完善遥 该模型强调研究问题的提出要建

立在科研人员与教练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袁确保研

究问题是教练员在训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 / 或

制约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的问题曰强调研究设计要

充分考虑研究问题的具体应用情境曰强调研究成果

应用前的障碍清除曰强调科研人员与教练员的有效

沟通遥
David Bishop 的八阶段模型是开展训练科学研

究和应用的理想模型遥然而袁在实际研究和应用过程

中袁 研究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各种条件和资源的限

制袁只能基于现有条件和资源开展训练科学的研究遥
Martin Buchheit [17]根据研究人员所拥有的条件和资

源袁对训练科学的研究进行了分类渊图 2冤遥 研究人员

所开展研究的类型受多个因素影响袁 包括是否能够

获得数据尧是否能接触到渊优秀冤运动员尧是否能采集

每日数据尧 是否能干预训练内容尧 是否有新颖的工

具尧是否与训练实践人员关系良好尧是否有充足的时

间等遥 运动队的科研人员由于能够采集到每日训练

间接支撑
直接支撑

非运动队
科研人员

运动队
科研人员

训练实践
人员

教练员

运动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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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训练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运动员袁 而能够接

触到运动员的又只有教练员和运动队的科研人员袁
运动队的科研人员理应成为训练科学研究的主力

军遥 当今世界训练科学领域不乏这样的代表袁 如

Martin Buchheit渊法国冤尧覫yvind Sandbakk渊挪威冤尧Ini-
go Mujika渊西班牙冤尧Louis Burke渊澳大利亚冤尧David

Pyne渊澳大利亚冤尧Shona Halson渊澳大利亚冤尧Paul La-

ursen渊新西兰冤尧Ralph Mann渊美国冤等袁这些世界级

的科研人员都就职或曾经就职于国家级竞技体育

科研机构或运动队遥 然而袁担任运动队的科研人员

和接触运动员并不是开展训练科学研究和应用的

充分条件遥 一些运动队的科研人员由于自身科研动

机和业务能力尧运动队的科研文化和条件等因素的

限制袁 未能成功开展高水平的训练科学研究和应

用袁对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和教练员科学执教的支

撑有限遥

尽管训练科学始于训练实践袁 也应用和服务于

训练实践袁 但训练科学从问题的提出到研究的设计

和开展袁再到研究成果的应用袁都是由科研人员主导

的袁 这与训练实践不同遥 训练实践是以运动员为中

心袁以教练员为主导袁科研人员只是运动队背后的支

撑团队渊图 1冤遥 尽管都以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为

目标袁但相比科研人员袁教练员所承受的压力更大袁
所拥有的机会窗口更小袁 检验其工作成效的方式也

更为野直接冶和野残酷冶遥
如前所述袁 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的过程在纵向

上跨越了数年到数十年袁 在横向上受众多因素的影

响遥这一复杂的过程如果完全依赖训练科学的指导袁
那么教练员将寸步难行袁 因为大量有关运动员竞技

表现提升的问题尚未得到训练科学的严格证明遥 因

此袁试误成为教练员训练运动员的一种重要方法遥事
实上袁 目前训练科学领域的诸多发现都是教练员试

误的成果袁如适宜的负荷量和负荷强度尧选材时特定

的形态学特征尧 训练的个体化调控等遥 在科研条件

渊如科学认知和科研人员冤缺失的情况下袁依赖直觉

和经验确实是教练员一个不错的选择遥然而袁经验与

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结果的可重复性袁 依赖经验得

到结果的可重复性要差于依赖科学遥并且袁一些错误

的经验或与结果无关的经验可能被教练员视为产生

积极效果的经验袁并在之后的训练实践中予以重复遥

图 2 基于不同条件和资源的训练科学研究类型[17]

数据袁 可更方便地开展训练负荷与损伤 / 运动表现

的相关研究袁如果能够获得教练员更多的支持袁甚至

可以对训练内容进行干预袁开展对照干预研究遥而高

校的科研人员由于较难接触到运动员袁 只能招募普

通人群和低运动水平的人群来开展实验室研究遥 当

然袁如果与训练实践人员有着良好的关系袁研究人员

还可以通过问卷或访谈等方法开展研究遥 如果既不

能获得数据袁又与训练实践人员无良好关系袁那么研

究人员只能围绕训练科学的相关问题撰写综述类和

评论类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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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 也有一些正确的经验被教练员总结和反复检

验袁甚至上升为科学遥
教练员每日的训练其实都是一场实验袁实验的

自变量是不同的训练刺激渊如负荷强度冤袁实验的因

变量是运动员训练中和训练后的反应渊如技能的完

善或最大力量的变化冤袁 只不过这场实验的其他变

量未进行严格的控制袁自变量和因变量未进行严格

的量化遥 尽管这类实验在训练科学的研究人员看来

并不严谨袁但研究人员又很难在实验室开展类似的

实验遥 教练员所具有的科学素养是提高这类实验

严谨性的关键袁同样也是提高训练质量的关键遥 具

备一定科学素养的教练员会对训练过程 渊如训练

负荷量和训练成绩冤进行详细的记录袁采用相对固

定的方法进行系统的记录袁 选用相对可靠的方法

和指标进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量化袁 对量化的自

变量和因变量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袁 对多年记录

的数据进行妥善保存袁 向周围可触及的科研人员

寻求支持和帮助遥 这些举措综合起来会大大提高

教练员试误的成功率袁 并最终体现在运动员竞技

表现提升的成功率上遥
除教练员外袁运动队的科研人员也是运动训练

的实践者渊Practitioner冤袁其在工作中需要与运动员

和教练员直接打交道袁同时也更为直接地受到运动

员和教练员的野拷问冶袁如你能帮助我划得更快吗钥 [18]

这些蛋白粉能让我多进球吗钥 [10]如前所述袁运动队

的科研人员既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和严格的科研

训练袁又身处训练一线袁熟知训练实践的应用场景袁
熟知运动员进一步提升的瓶颈和教练员的喜好袁其
被期望在训练科学的已知领域为教练员寻找答案袁
将训练科学的研究成果转换和告知教练员袁科学监

控和评估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并为教练员训练计划

的完善提供参考袁按教练员喜好的方式与教练员沟

通袁与高校科研人员合作研究训练实践中存在的科

学问题遥 良好的性格尧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袁以及过

硬的科研能力是运动队的科研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的重要保证 [18-19]遥

科学与实践间的沟壑渊Gap冤存在于众多领域[20]袁
并同样存在于运动训练领域遥 对训练科学与训练

实践间沟壑的思考最早可追溯到 1980 年 [21]袁Burke

在一篇评论中总结到野科研人员与教练员和运动员

需要更好的沟通袁 以使科研人员的工作真正拥有

价值冶遥 近年来袁 训练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越来越

重视在社交媒体 渊如 Podcast袁Twitter袁LinkedIn袁微

信冤上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袁同行评阅类期刊也在

刊文中增设了主要观点尧研究重点尧视频摘要尧实
践应用等内容袁 甚至推出了案例研究和技术报告等

类型的论文 [22]遥 然而袁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间仍然

不同程度地存在沟壑袁 二者深度融合的实现仍面

临诸多障碍遥

训练科学探究的问题为院渊1冤为什么一些运动员

能够更成功钥 渊2冤训练反应是怎样发生的钥 渊3冤如何

评估运动员的表现钥渊4冤如何监控运动员的训练和表

现钥 [23]然而袁训练实践人员关心的问题是院渊1冤比赛的

需求是什么钥 渊2冤成功运动员有哪些特征钥 渊3冤竞技

表现的制约因素是什么钥渊4冤提升竞技表现的训练方

法是什么钥 [24]尽管各方关注的问题都与运动员有关袁
但是训练科学更多关注为什么渊why冤和怎样渊how冤袁
训练实践更多关注是什么渊what冤袁训练科学更多关

注解释袁训练实践更多关注答案遥 事实上袁科学的一

个重要使命是解释现象袁 正是因为训练科学对训练

现象的解释才使得训练实践中的问题越来越少袁答
案越来越多遥

然而袁 训练科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要么探究的不

是以上为什么尧怎样和什么的问题袁要么探究的只是

科研人员觉得有趣的问题袁 而非训练实践人员觉得

有用的问题 [25]遥这使得这些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袁因
为教练员可能很难从这些研究中获得对训练有用的

信息遥 一些研究尽管探究的确实是训练实践中有用

的问题袁但是研究发现仍很难应用在实践当中袁其原

因在于这些研究在设计时未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训

练实践中的应用情境袁 如器材和 / 或专业操作人员

的可获取性尧时间和人数的压力 / 限制尧运动员的喜

好 [8]袁以及教练员对研究发现的理解程度尧科研人员

与教练员沟通的顺畅性等遥
此外袁 实验类研究的结论往往是基于多样本量

的平均值得出的遥 尽管研究结论中往往采用野可能冶
野似乎冶等措辞以示严谨袁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袁
不同个体在研究中可能呈现完全相反的特征遥 一些

个体的数据往往被平均值所掩盖袁 没有受到研究人

员的关注袁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异常数据遥 然而袁在训

练实践中袁每个运动员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袁其对同

一训练刺激的反应都有其独特性 [26-27]袁或者赢得同一

比赛所对应的训练刺激都有其独特性 [28]遥 教练员更

多考虑的是运动员对同一训练刺激的不同反应袁一
些运动员所出现的非预期反应恰恰为教练员调整训

练计划提供了重要反馈渊图 3冤[29]遥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要要要现实窑障碍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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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科研人员和教练员对训练结果解读的差异 [29]

不可否认袁训练实践是积累训练经验袁甚至进一

步上升为训练科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遥然而袁教练员更

为关心的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升袁 科学研究被认

为只是科研人员袁尤其是高校科研人员的工作内容[24]遥
事实上袁科研人员受过系统的科研训练袁更易获得科

研经费的支持袁 在科研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上更有保

障袁更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角遥 然而袁传统的科

研过程往往止于论文发表袁 且考核科研人员成果的

标准也主要是论文发表的数量遥 尽管论文的质量也

是评价科研人员成果的一个标准袁 但这个质量更多

涉及的是论文刊载期刊的影响因子和 / 或论文的被

引用次数袁 而不是研究成果对实践领域产生积极影

响遥因此袁止步于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对于教练员来

说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袁因为教练员不会去查阅袁也没

有时间袁更不会付费去查阅这些野躺在冶纸质期刊上

或电子数据库里的论文遥 如果不把这些专业色彩浓

厚尧枯燥和冗长的论文进行转化和传播袁教练员根本

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学术成果袁 更不会根据论文的

结论来调整训练遥
尽管现有模式下也存在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传

播袁如教练员培训过程中的专家授课袁但教练员培训

工作的不系统和培训专家水平的参差不齐大大降低

了研究成果转化和传播的效果遥事实上袁教练员的成

长过程使得他 / 她们做出判断时会更多地依赖自身

的感觉和经验 [30]袁他 / 她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为单

一袁 他 / 她们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知网尧 核心期刊和

SCI袁也几乎不会去阅读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遥 尽管

有时会被安排参加一些学术类会议和教练员培训袁
但他 / 她们并不喜欢这种正式的学习方式遥 相反袁他 /

她们几乎都使用手机袁几乎都会使用微信进行交流袁
更喜欢与同行在茶余饭后的交流袁 更喜欢课堂外的

非正式学习 [31]遥

运动队的科研工作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遥除了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袁运动队的科

研人员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袁 获得教练员和

运动员的信任袁学会与科研团队成员合作袁学会影响

他人袁学会沟通袁具有好奇心尧批判性思维尧较强的适

应能力和责任心[18-19]遥 然而袁这些野软冶能力在高校人

才培养过程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遥
运动队的科研人员大都来自体育院校 / 系的运

动人体科学和体育教育训练专业遥然而袁这些专业的

主要培养目标并不是运动队的科研人员袁 或者大部

分学生毕业后并未从事运动队的科研工作遥 这使得

这些专业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过程未充分考虑到运动

队科研工作的真实需要袁 体育院校 / 系在招生上未

同时考核学生的运动能力和文化知识袁 在课程设置

上未安排足够的科研技能类和沟通合作类课程袁在
教学内容上未安排与运动队科研工作的相关内容袁
在师资力量上未引入高水平的训练实践人员参与教

学袁 在实习环节上未进行实习单位的严格遴选和实

习过程的质量把控遥 这些野不到位冶使得目前运动人

体科学和体育教育训练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很难

胜任运动队的科研工作袁 也影响了教练员对科研人

员的满意度和认可度遥

运动训练是教练员主导下的实践活动袁 教练员

依托个人在运动项目上的经验和直觉对运动员的训

练进行个体化指导遥然而袁竞技体育竞争的日趋激烈

对教练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 教练员需要不断更新

训练理念袁细化训练安排袁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和个体

化遥 这些更高的要求都需要教练员具备一定的科学

素养遥
然而袁教练员几乎全部由退役运动员担任袁其所

接受的文化教育并不系统袁 其在任职之前和任职期

间所接受的职业教育也缺少质量保证遥 这导致教练

员对科研工作的理解和认可不够袁 分析和解决训练

问题的能力不足袁也不善于向外界寻求科研支撑遥这
具体表现为训练中的单兵作战模式袁 运动员训练水

平的长时间停滞袁运动员成绩提升的偶然性强袁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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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反复出现遥

从以上分析可知袁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

合涉及与运动队科研人员尧非运动队科研人员尧教
练员尧竞技体育的政策制定者等人员袁也涉及科研院

校 / 系尧单项体育协会尧运动队尧体育科研所尧训练

基地等利益相关方袁还涉及高校的人才培养尧运动

员的文化教育尧教练员的岗前和继续教育尧运动队

的组织架构尧训练和科研机构的合并整合等事宜遥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 各国围绕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

的深度融合进行了积极探索遥 下面重点介绍专门

机构尧专职人员尧专业期刊和新型培养方式 4 种动

态遥 对这 4 种动态出现的历史背景尧发展过程和特

征效果都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袁 此部分只做简单

介绍遥

竞技科研专门机构是指专门从事竞技体育科学

研究的国家级机构袁 具有代表性的两家为澳大利亚

体育学院渊Australian Insititue of Sport袁AIS冤和英格兰

体科所渊English Insitute of Sport袁EIS冤遥这两家体科所

都是所在国家奥运会失利后改革的产物曰1976 年蒙

特利尔奥运会失利后渊0 枚金牌冤袁澳大利亚于 1981

年成立了 AIS曰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失利后渊1 枚

金牌冤[32]袁英国于 2002 年成立了 EIS[33]遥 与国内目前

的体科所不同袁 这两家体科所院渊1冤 只涉及奥运备

战袁而不涉及健康促进袁因此称为竞技体育科研所更

为准确曰渊2冤对全国范围内的竞技体育科研工作统筹

安排袁 由总部和分布在全国多个地方的分支机构组

成曰渊3冤科研设备尧科研人员与训练场馆 / 地在功能

上实现无缝衔接曰渊4冤与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和科研校

院合作密切袁 立足训练实践的同时也注重研究的质

量曰渊5冤采用企业式管理袁实行全员聘任制袁以提高

各岗位竞争性来保持科研人员的高质量 [3]遥 这两家

机构为澳大利亚和英国后来的竞技体育复兴作出了

重要贡献袁 同时也使这两个国家成为全世界训练科

学的主要阵地遥

竞技表现专职人员是指以职位名称中包含 渊竞
技冤表现的一些专职人员袁具有代表性的两类人员为

竞技表现总监 / 经理渊High Performance Director/Ma-

nager冤和渊竞技冤表现主管渊Head of Performance冤 [34-35]遥

竞技表现总监 / 经理为单项体育协会或职业体育俱

乐部聘请的袁集训练尧科研尧管理工作于一体的专职

人员曰竞技表现主管为运动队聘请的袁负责管理运

动队所有科研人员渊包括体能教练尧医生尧外部专家

等冤的专职人员遥 其中袁竞技表现总监 / 经理大都有

过教练员执教经历袁并具有运动科学渊Exercise Sci-

ence冤 专业背景曰 竞技表现主管大都由体能教练升

任遥 这两类专职人员的共同特点是集训练科学与训

练实践于一身袁 他 / 她们的出现能够在协会 / 俱乐

部和运动队层面促使训练科学和训练实践实现更

好的融合遥

竞技表现专业期刊是指期刊名称中包括 野渊竞
技冤表现渊Performance冤冶的体育类专门学术期刊袁具
有代表性的期刊为 叶国际竞技生理学与表现杂志曳
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Physiology and Perfor鄄
mance冤遥 该期刊由世界训练科学领域的知名科学家

David Pyne 和 Inigo Mujika 等几人于 2006 创立 [36]袁
旨在促进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体育领域研究人员与

实践人员的交流遥作为世界训练科学的前沿阵地袁该
期刊的编委会聚集了全世界顶尖的研究人员袁 他 /

她们共同推动着世界范围内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

深度融合遥

科研人员新型培养方式对应为嵌入式研究

渊Embedded Research冤[31] 和嵌入式科研人员渊Embed-

ded Scientist冤[37]遥运动队科研工作的艰辛使得众多运

动队的科研人员在步入中年后选择退离科研一线袁
在高校工作的科研人员也很难长期工作于科研一

线袁 但是这些科研人员仍然可以通过与训练实践人

员合作为运动队提供科研支撑遥 在与训练实践人员

共同确定研究问题后袁 这些科研人员将其指导的研

究生渊嵌入式科研人员冤派驻至运动队袁参与运动队

日常的科研工作袁而他 / 她们则主要负责远程指导尧
分析和评估遥 一个成功案例便是挪威阿哥德大学的

Stephen Seiler 与挪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科研合

作袁Seiler 指导的博士 覫ystein Sylta 撰写的耐力训练

负荷分布相关的博士论文也被训练科学领域世界著

名科学家 Carl Foster 高度评价为 野世界耐力训练领

域近 20 年来最为杰出的成果冶[37]遥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需求在不同国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要要要现实窑障碍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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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袁以及不同运动项目中的不同袁影响二者深

度融合的障碍也不一样遥国际范围内的科研成果尧创
新举措和实践经验都可以为我国训练科学与训练实

践的深度融合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遥 我国在奥运

备战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

融合的成功经验同样值得系统梳理和推广应用遥 下

文分别从科研人员的培养尧教练员的培养尧竞技体育

专门科研机构的建立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训练科学

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建议遥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关键角色是科

研人员和教练员袁 二者业务水平的提升是实现训练

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前提袁 否则融合也只是

低水平的融合遥 鉴于高校是培养训练科学领域科研

人员的主要场所袁 我国高校可考虑将现有运动人体

科学和体育教育训练学本科专业合并袁 设立运动与

训练科学专业袁招收热爱体育袁且具有一定运动能力

的高考理科生袁 注重学生对运动科学相关理论和技

能的系统学习袁 吸纳高水平的运动队科研人员参与

授课袁 创造学生在运动队科研岗位实习的机会遥 同

时袁我国高校可考虑设立训练科学的研究生专业袁重
点围绕体能训练尧技能学习尧表现分析尧康复尧营养等

应用方向与体科所合作培养运动队的科研人员袁聘
请高水平的运动队科研人员为研究生合作导师袁注
重学生理论知识尧实践能力尧合作精神尧沟通技巧的

传授 / 培养袁 注重学生在训练实践中开展相关知识

和技能的学习遥
由于体能教练既拥有运动和 / 或训练科学的学

历教育背景袁也拥有体能训练相关的行业认证袁其在

运动队的角色还决定了其能够更大程度参与运动员

的训练实践袁 因此体能教练可以作为推进训练科学

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关键角色袁 高校可将体能教

练作为运动科学和训练科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一个

主要目标遥事实上袁我国多所高校已在训练科学人才

培养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渊如调整本科专业尧修订人

才培养方案尧 加强与科研所和单项体育协会的合

作冤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离满足我国竞技体育高

质量发展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遥

教练员的科学素养是提升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尧
促进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重要保证遥 影

响教练员科学素养的因素包括教练员作为运动员期

间所受的文化教育尧教练员的岗前教育和继续教育尧

教练员在训练实践中与科研人员的互动学习遥 我国

可参照有关国家 [34]和有关单项体育协会 [39]的成功经

验袁构建各单项体育协会的教练员培训体系袁并通过

教练员学院在国家级层面打通各运动项目遥 鉴于高

校有师资方面的优势袁 教练员学院可与高校合作开

展国家级教练员的培训袁 通过培训考核的教练员可

授予硕士学位渊图 4冤遥 此外袁我国可成立教练员协

会袁搭建教练员群体互助交流平台袁开展多种形式的

教练员交流活动袁 并大力推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的

体教融合袁确保运动员在役期间的正常文化学习袁为
其退役后从事教练员工作奠定文化基础遥

图 4 教练员培养体系示意图

科学化训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化的理念和

方法融入运动员训练纵向的各个环节和横向的各个

方面袁 这要求运动员训练的各环节和各方面有一个

统一的科学支撑遥 我国可参考 AIS 和 EIS袁整合现有

各层级的多家竞技体育科研机构袁 成立国家竞技体

育应用科学研究所袁只开展竞技体育相关渊不开展

全民健身等其他非竞技体育相关冤 的科学研究和

应用服务袁统筹各支运动队的所有科研工作袁致力

于成为中国奥委会和各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科

技服务的优质供应方遥 该研究所可根据运动队训

练基地的分布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袁
在经费和人员上实行统一调配袁 最大程度实现各

奥运备战队伍及相关后备队伍科研工作的 野一盘

棋冶和野一条龙冶遥
此外袁 竞技体育应用科学研究所可以在纵向运

动项目和横向专业领域上构建科研人员的网状结构

渊图 5冤袁 注重同一运动队内和同一专业领域内科研

人员的交流合作曰可以与各训练基地深度合作袁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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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训练场馆 / 地进行结构和功能的改造袁 使运动员

的专项训练尧体能训练尧测试评估尧康复治疗等活动

能够在野同一个屋檐下冶进行曰可以与高校全面开展

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和人员兼职等方面的合作袁并设

立专门部门收集尧 转化和传播全球范围内最新科研

成果遥

图 5 竞技体育应用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结构示意图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是科学化训

练的重要标志袁也是训练科学有效支撑训练实践的

前提遥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有着各自的研究范式和

现实特点袁科研人员与教练员也有着不同的成长路

径和工作方式袁这些差异导致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

的深度融合面临诸多障碍遥 立足训练实践袁确定研

究问题来自实践尧研究设计考虑实践尧研究应用服

务实践袁是训练科学真正发挥价值尧支撑训练实践

的关键遥 在训练科学和训练实践两个领域同时拥有

扎实功底和丰富经验的科研人员将在科学化训练

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遥 建议我国完善科研人员和

教练员培养方式袁大幅提升科研人员和教练员的质

量袁成立竞技体育应用科学研究所遥 这些建议的采

纳和实施可能牵涉到我国竞技体育体系的其他方

面袁因此需要在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给予

统筹和设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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